
第二章

立法會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包括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
以及監察政府的工作。《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訂明
立法會的職權。



職權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 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

 •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

 •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 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 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 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 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 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

 • 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

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

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該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匯

報調查結果。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及

 • 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或提供證據。

組成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第七屆立法會由90名議員組成註一，其中

40名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30名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其餘20名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為四年，由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

立法會會議

立法會通常於星期三舉行會議，其例會處理的事務包括：提交和審議法案及擬議決議

案；提交附屬法例、文件及報告供立法會審議；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以及就關乎公

註一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立法會議席有一個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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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利益的事項進行議案辯論。立法會會議全部公開舉行，讓市民旁聽。議員可用粵語、

英語或普通話在立法會發言。會議設有即時傳譯，公眾可在該三種語言中選擇以任何

一種語言聆聽會議，亦可觀看即時手語傳譯。會議內容以中英文逐字記錄，載於《立法會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在二零二三年立法會會期 (即一月至十二月 )，立法會舉行了34次會議，包括兩次行政長

官答問會和兩次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議員就政府的工作提出150項口頭質詢和

840項補充質詢，以及另外488項書面質詢。立法會通過35項法案，以及由政府動議的

14項以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徵求立法會批准制定或修訂附屬法例的議案。至於須以先訂

立後審議程序審議的附屬法例，立法會已完成審議八項政府在二零二二年會期提交立法

會的附屬法例，並已完成在二零二三年會期提交立法會的133項附屬法例中的126項的審

議工作，餘下七項將會在二零二四年會期審議。

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由不少於50名委員組成 (立法會主席除外 )，正副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委員

會負責審批政府提交的公共開支建議，並在與《撥款條例草案》有關的會議程序中，審核

由財政司司長提交立法會的周年開支預算。

財務委員會委任兩個小組委員會，分別是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和工務小組委員會。該

兩個小組委員會分別由不少於15名委員組成，當中包括主席在內。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負責審核政府開設、重行調配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建議，以及更改

公務員各職系及職級架構的建議，並就該等事宜向財務委員會提出建議。

工務小組委員會負責審核政府提出的基本工程項目建議，並就該等事宜向財務委員會提

出建議。

在二零二三年會期，財務委員會為審議財務建議舉行了18次會議，為審核開支預算舉行

九次 (合共21節 )特別會議，另舉行一次會議，聽取財政司司長就《財政預算案》作出的簡

報。委員會審議和批准66項財務建議，包括31項工務工程建議，涉及總開支約1,226億

元；以及19項人事編制建議和16項其他撥款建議，涉及的總承擔額約為204億元。

政府帳目委員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負責研究審計署署長所提交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以及署長就政

府各部門和須進行公共審計的其他機構所進行的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的報告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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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邀請政府官員、公共機構代表或其他人士出席公開聆訊，提供解釋、證據或資料。委

員會有七名委員，全部由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所定的選舉程序委任。

在二零二三年會期，委員會進行了七次公開聆訊及12次閉門會議，研究審計署署長提交

的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以及第七十八、七十九及八十號衡工

量值式審計報告書。委員會的觀察所得、結論和建議載於委員會第七十八、七十八A、

七十九及八十號報告書。該四份報告書分別在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四月十九日及

七月十二日提交立法會。截至年底，委員會仍在研究審計署署長提交的二零二二至

二三年度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以及第八十一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並會於

二零二四年二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有七名委員，全部由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所定的選舉程序

委任。委員會負責考慮與立法會議員有關的投訴，包括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以及關

於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預支營運資金的投訴。委員會亦會研究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編

製、備存及取覽等安排，考慮關乎議員行為操守的事宜，並就該等事宜提供意見和發出

指引。在二零二三年會期，委員會並無接獲任何投訴。

議事規則委員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負責檢討立法會的規則和委員會制度，並向立法會提出更改建議。議事

規則委員會有12名委員，全部由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所定的選舉程序委任。在

二零二三年會期，委員會曾研究如何處理自第七屆立法會起，立法會會期開始及結束的

時間改變後，有關在同一會期內連續兩次立法會會議之間的最長相隔時間的規則所衍生

的技術問題。相關規則的擬議修訂於六月獲內務委員會通過及立法會批准。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負責決定應否在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策所指

明的封存期屆滿前，提早公開某份文件或紀錄。委員會亦負責制定實施該政策的指引、

考慮任何人就立法會秘書拒絕向其提供某份文件或紀錄而提出反對的個案，以及研究任

何其他與該政策有關的事宜。

在二零二三年會期，委員會批准四項披露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的要求。立法會秘書就封

存超過25年的文件及紀錄進行覆檢，並批准披露50個檔案。獲披露文件及紀錄的一覽表

已上載立法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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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由不少於50名委員組成 (立法會主席除外 )，正副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委員

會通常在星期五下午舉行會議，處理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並為立法會會議作準

備。委員會還負責決定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以審議法案及附屬法例。在

二零二三年會期，委員會舉行了28次會議。

法案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可成立法案委員會，負責審議法案。每一法案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委員及不

多於15名委員組成，當中包括主席在內。法案委員會負責研究所獲交付法案的整體優

劣、原則及詳細條文，亦可研究法案的修正案。委員會通常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在有

關 法 案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或 內 務 委 員 會 決 定 解 散 法 案 委 員 會 時， 委 員 會 便 會 解 散。 在

二零二三年會期，內務委員會成立28個法案委員會，研究26項政府法案及三項議員法案。

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在二零二三年會期，內務委員會成立11個小組委員會，研究24項附屬法例、一項技術備

忘錄及一項由政府提交立法會批准的擬議決議案。

其他小組委員會

內務委員會也可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政策事宜及與立法會有關的任何其他事項。在

二零二三年會期，有三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上年度會期的工作，並已

在年內完成。有三個這類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並將於二零二四年會期繼續運作，另有

七個則在輪候名單上等待展開或重新展開工作。與此同時，有兩個研究其他立法會相關

事項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工作。

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設有18個事務委員會，讓議員討論政策事宜和研究公眾關注的事項。在重要的立

法或財務建議提交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該等事務委員會亦會就這些建議提供意見，

並研究相關政策事宜。事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或聯合小組委員會研究特定事宜。

在二零二三年會期，有四個這類小組委員會完成工作，有七個則在立法會會期結束前仍

在運作。另有一個小組委員會列入輪候名單，等待展開工作。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是獨立運作的法定機構，以立法會主席為首，共有13名成員。委

員會的主要職能，是通過立法會秘書處為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和服務。委員會負責監督

秘書處的運作和聘用秘書處的職員，並決定支援服務和設施的組織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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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由秘書長掌管，職責是為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提供專業而高效率的支援和

服務，加深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了解，以及確保申訴制度行之有效。

申訴制度

立法會設有處理申訴的制度。市民如對政府所推行的措施或政策感到不滿，可通過申訴

制度尋求協助。市民亦可通過申訴制度就政府政策、法例及公眾關注的其他事項提交意

見書。議員以九人一組每星期輪流當值，監察申訴制度的運作，接受團體提出的意見及

申訴。議員亦輪流於當值的一星期在公共申訴辦事處“值勤”，接見個別市民，並指示職

員如何處理個案。

網址

立法會：www.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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